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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落来了“金凤凰”，金

利社区的农业产业升级有了突

破方向。在龙头项目的带动

下，这里成为全国各地追梦人

创业致富的乐土。

在金利社区的天俐生物，

内藏有超1000种来自各国的

优质兰科植物原生种、野生种、

珍稀种。漫步在种植大棚里，

暗香浮动，一株株珍稀的兰花

品种，让人目不暇接。

负责人施梃灏来自香港，

2016年，他将种植场从顺德搬

到万顷园艺世界，租用金

利社区的农地，搭

建近 7000平方

米温室大棚，

主要做组培

实验室，研发

培育珍奇趣

味的兰花新

品种。目前，

天俐生物每年

都有数十个新品

种面世，市场也越

做越大，天津、山东、香港等地

的经销商络绎不绝，已培育出

上千个新兰花品种推出市场，

珍奇类兰花年产量超6万株。

金利社区农业发展注重

“外引”，还着重“内培”。该社

区的特色农产品“灶岗番薯”在

本土家喻户晓，还远销全国。

社区种植番薯总占地面积约

22公顷，“双皮黄”品种香甜软

糯，口感优良，销路很好，年产

值约 400万元，“里水灶岗番

薯”已成为南海区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培育对象，正积极申报

国家地理标志。

金利社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过去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以

土地租金和基本农田补贴为主，

农用地分散化、碎片化制约着村

集体经济发展，农田租金收入

少、土地效能利用率较低等问题

突出。社区以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为抓手，集约了超133.3公

顷（2000亩）农地，聚力打造现

代农业，如今连片租给大型农业

企业，租金得到大幅提高。

以“花”“果”“番薯”为媒，

金利社区走出了一条产业带动

的文旅融合之路。每年年底，

“百花盛宴”都会在此绽放，游

人如潮。据不完全统计，连续

举办十届的百合花文化节，已

累计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

如今，万顷园艺世界成为里水

旅游打卡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而每到番薯成熟季节，总有一

大批亲子家庭来田间享受农家

乐，亲近大自然。

对里水来说，农业发展正

从“传统”迈向“现代”。里水是

农业大镇，也是工业重镇，工业

总产值连续多年超千亿。特色

农业产业是里水重要优势产业

之一，多个农业龙头企业进驻

后，更是为里水农业转型升级打

开广阔天地。接下来，里水将按

照“一心、五带、十园”农业产业

布局，连线成片、整体推进，打造

集休闲、文化、生产、科普于一体

的现代农业“里水样本”。

运用现代化技术
培育优质蓝莓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

为人类“五大健康果品”之 一，

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人类

最佳营养价值十大产品”中唯

一的水果。

市面上的蓝莓大部分为传

统露天种植的地栽蓝莓，我国

北方一带为主要产区，另有部

分产自南美秘鲁及智利等国

家。华南地区土壤构成主要为

红壤土、黄壤土和水稻土，土壤

黏重，有机质含量低，透气性

差，且珠江流域降雨量大，空气

温度高，易积水，夏季高温，一

直被认为并不适宜产业化种植

蓝莓。

“传统技术种植的蓝莓无

法避免土壤中的有害物和重

金属，遭受酸雨、空气尘埃的

侵蚀，生长环境基本是顺其自

然，因此水果品质难以保证。”

广东灏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嘉洁表示，园区依托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陈日

远教授团队科研成果，并采用

钢架覆膜大棚、无土基质单苗

盆栽、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滴灌

系统等现代化种植技术，能最

大限度地克服外在不利因素，

确保每棵果苗各生长阶段需

求的微量元素得到精准控制，

实现蓝莓的果径、口感、甜度、

爽脆度按需调整。

通过现代技术培育出来的

灏岚蓝莓，品质发生了质的飞跃，

果径、口感、甜度、产果期对比传

统蓝莓均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李嘉洁说，每年4月到9月，

国产传统蓝莓集中上市，6月到

12月，南美智利、秘鲁等进口蓝

莓上市。灏岚农业的蓝莓2月率

先上市，抢抓市场空档期，上市

不到一个月，目前在佛

山的零售数量已

突 破 500 千

克，还将发往

浙江、江苏

等地。

灏岚农业蓝莓种植产业园

所在的金利社区，是里水北部

的农业大村。十多年前，金利

社区开启农业转型升级之路，

其辖下的万顷园艺世界是省级

现代农业园区，培育出世界知

名的香水百合、蝴蝶兰、锦鲤等

品牌，带动土地租金从500元

上升至3000元，实现农民富、

农村美、农业强。

在万顷园艺世界的入口

处，长屋花房和兰花街成为人

们游玩的新去处。人们在这里

喝咖啡、买鲜花，度过休闲周末。

万顷园艺世界邻接广州

白云区和花都区，地势北高南

低，逢雨必涝，早年被称为“万

顷洋”。上世纪80年代，这里

耕作条件恶劣，无路、无桥、无

电、易涝。基础设施薄弱，大

灾小灾不断，农民厌耕情绪严

重，只好将土地租给外地人种

植耐涝的香蕉，租金每亩五六

十元。

金利社区配合省、市、区、

镇工作部署，集约土地成立万

顷洋现代农业示范区，采用高

效水利工程设施和管理手段，

从根本上解决了万顷洋原先恶

劣的耕作环境，昔日容易水浸

的万顷洋实现“渠相连，路相通，

涝能排，旱能灌，田成方”，为营

造优质农业生产基地打下坚实

基础。

推行企业化、产业化、现代

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后，万顷洋

现代农业示范区从单纯种植蔬

果，升级为种植高档花卉、养殖

观赏鱼等产值较高的作物，名

字改为万顷园艺世界，引进一

大批特色农业企业。如今，这

里还是广东首个农产品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花卉园艺企业

纷纷“触网”“出海”，抓住农产品

电商的风口，利用新媒体商业

直播和短视频的形式推广产

品，拓宽销路，第一产业插上了

腾飞翅膀。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棋清

通讯员/黎炜怡）草坪露营、思

维碰撞、互动游戏……2月25
日，“露营派对·甜蜜相约”职工

联谊活动举行，50名来自桂城

金谷湾社区的青年职工相聚在

田野间花木园露营基地，互动

交流，共度美好时光。

本次活动由桂城街道总工

会和广东昭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联合会主办，昭信金谷

湾“职工·家”服务中心协办。

暖场活动后，青年职工完成“恋

爱方格”互动，加深对新朋友的

初步印象。随后，大家通过“世

界咖啡馆”形式，进行互动沟通

和思维碰撞，在交流中寻找与

自己契合的朋友。

现场还设置了“快乐二倍

速”“飞盘躲避”等心动游戏，气

氛迅速活跃，不少职工互加微

信，保持进一步交流。“这次活

动让我认识到很多有趣的小伙

伴，打开了新的社交圈子。”广

东唯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刘菲说。

据了解，昭信金谷湾“职

工·家”服务中心结合社区企

业青年职工交友需求，在桂城

街道总工会支持下，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多

场联谊活动，服务超 200人

次，助力职工拓宽人际交往渠

道，提升职工幸福感和归属

感，推动职工融入社区、扎根

桂城。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燕

慧 通讯员/许于平 摄影报道）

“我现在在朝阳花海附近，这

里摆了很多义卖摊子，有特色

美食、创意手作，还能看表演，

你们快点来啦！”大沥镇大镇

社区民建经济社村民茹姐一

边拍着小视频，一边和好友推

介这场既能吃美食看演出，又

能做慈善献爱心的活动。

2月 25日下午，大镇社

区开展“十里春风”2023年美

食慈善嘉年华。这不仅是一

场社区的美食嘉年华活动，更

是一场春天里的“乡村振兴成

果展”。市民可观赏五彩的格

桑花与鲜黄的风铃花，在具有

岭南风格的民建公园旁欣赏

粤曲、武术、舞蹈、歌曲表演，

还能在义卖义买中感受慈善

友爱氛围。

朝阳花海旁，大镇涌形成

了一河两岸的景观，清澈的河

涌、古色古香的护栏、路灯上

鲜艳的中国结、盛放的鲜花等

景色组成一幅和谐的乡村风

景图。钵仔糕、烤肠、牛杂、豆

腐花……村民在这里有序摆

摊，多个公益及半公益摊位售

卖的产品丰富多样。

“和味牛杂，好味鸡脚！”

社区居民黄姨到现场摆摊义

卖。当天，她与伙伴准备了牛

杂、茶叶蛋、卤鸡脚等食品。

“想通过义卖为社区的公益事

业出一份力，这样很开心很有

成就感！”黄姨说。

现场人群熙熙攘攘，小孩

在花海径道上奔跑，长者在摊

位前享受美食，还有市民在自

拍打卡……看到这样的场景，

桂城的赵小姐忍不住感叹：

“美景、美食、美村，民富、人

和、有爱，这就是乡村振兴最

好的模样。

大镇社区党委书记梁汉

波表示，此次活动既让社区居

民体验大镇乡村振兴建设成

果，又倡导“人人可公益，时时

可慈善”的理念。同时培育更

多志愿服务队伍，将大镇打造

成守望相助的温暖社区，助力

营造有爱大沥氛围。

据了解，活动义卖摊位筹

得约1.7万元善款，均捐入大

镇社区项目慈善基金，用于志

愿服务队伍发展和公益项目

建设。

大沥镇副镇长高韵翔表

示，社区基金主要以民生小

事、家园建设入手，开展贴近

生活的慈善项目，如困境儿童

暖心角、困难家庭微心愿、长

者饭堂、“四小园”建设等。

职工露营派对
解锁联谊新玩法

大沥大镇社区举办美食慈善嘉年华

村民摆摊义卖
助力社区建设

■职工在互动交流。

■市民观看武术表演。

一朵朵蓝莓花洁白透亮，娇艳欲滴，一颗颗饱满的“蓝精灵”挂上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果实。当前，
位于里水镇金利社区的灏岚农业蓝莓种植产业园迎来丰收季，蓝莓总产量预计超105吨。

华南地区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一直被认为不适宜产业化种植蓝莓。该产业园自签约落户金利社区
后，采用工程技术手段，实现蓝莓规模化、科技化种植，每年2月率先上市，抢抓市场空档期。同时次果率不
超过2%，果径都在18mm以上，最大可达35mm，堪比手表表盘大小。

现代化种植蓝莓，是金利社区第一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这里还拥有万顷园艺世界现代观光农业示范
区，培育出全国闻名的百合、蝴蝶兰、锦鲤品牌。该社区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契机，集约土地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全面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实现产业集聚发展。

集约农地规模化栽培高产值作物

走出一条产业带动的文旅融合之路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 汤广照 廖玟婷

■灏岚农业

蓝莓种植产业

园负责人介绍蓝

莓的种植情况。

陈家俊摄

里水金利社区集约农地发展现代农业

小村落来了小村落来了““金凤凰金凤凰””
科技科技““种田种田””花香果甜花香果甜

■灏岚农

业培育的

蓝莓果径

最大可达

35mm。

■天俐生物的“种子银行”，培育了上万株珍稀品种。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摄

■金利社区拥有万顷园艺世界等现代观光农业示范区。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通讯员供图


